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统计表
共计 3068 人·2007 年（第一批）226 人·2008 年（第二批）551 人·2009 年（第三批）711 人·2012 年（第四批）498 人·2018 年（第五批）10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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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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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 合计 男 女

1 浙江省 6 10 12 44 22 7 35 39 7 14 196 167 29

2 江苏省 5 20 7 45 16 1 36 42 3 3 178 116 62

3 山西省 1 18 8 65 6 5 9 27 4 7 150 105 45

4 河北省 3 19 9 50 11 19 17 12 2 7 149 119 30

5 福建省 1 17 4 53 10 3 20 31 4 143 112 31

6 广东省 16 20 29 4 30 21 5 7 132 114 18

7 河南省 1 12 10 49 5 13 13 15 6 3 127 97 30

8 云南省 16 13 32 15 2 1 7 22 2 15 125 97 28

9 湖南省 5 13 13 42 5 1 17 16 3 6 121 90 31

10 上海市 2 7 4 63 10 1 12 14 7 120 79 41

11 安徽省 3 7 20 37 1 2 14 28 3 4 119 88 31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7 30 12 6 5 6 20 6 10 112 90 22

13 四川省 3 10 12 15 7 1 21 27 3 8 107 84 23

14 北京市 3 8 26 4 7 16 30 11 105 72 33

15 山东省 1 9 11 36 13 6 16 8 2 2 104 67 37

16 湖北省 9 17 10 36 6 3 12 4 2 3 102 71 31

17 贵州省 12 16 5 20 2 11 22 2 6 96 67 29

18 西藏自治区 6 2 35 12 10 14 13 4 96 85 11

19 青海省 10 15 9 6 6 2 15 9 6 10 88 77 11

20 中直单位 16 22 1 25 22 86 69 17

21 内蒙古自治区 4 27 4 6 5 6 5 9 5 11 82 57 25

22 陕西省 13 8 31 6 10 7 1 2 78 64 14

23 江西省 8 9 16 2 1 10 22 1 1 70 60 10

24 甘肃省 5 11 11 10 5 6 13 1 6 68 58 10

25 重庆市 4 14 6 8 10 4 9 2 2 59 44 15

26 辽宁省 4 8 8 14 11 8 2 1 2 58 42 16

27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5 7 13 3 1 6 12 49 33 16

28 天津市 5 11 9 3 4 4 5 1 42 30 12

29 黑龙江省 4 3 11 4 6 2 1 31 15 16

30 吉林省 3 2 2 1 6 1 1 2 2 2 22 18 4

31 宁夏回族自治区 8 6 3 3 2 22 17 5

32 海南省 3 2 5 1 7 1 19 12 7

33 澳门 1 2 1 3 7 6 1

34 香港 1 1 1 3 3

3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 2 2

合计 123 380 298 784 207 88 378 518 132 160 3068 2327 74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其传承人的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的“活”的文化形态。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规定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原则之一。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不仅肩负着延续传统文脉的使命，彰显着遗产实践能力的最高水平，还不断地将天才般的个性创造融入传

承实践活动中，对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久传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2007年、2008年、2009年、2012年、2018年，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先后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 30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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